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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JJF 1071-2010《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JJF 1001-2018《通用计量术

语及定义》、JJF 1059.1-2012《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共同构成支撑本规范

制定工作的基础性系列文件。

本规范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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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汽车充电设施计量性能在线评价技术规范（试行）

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电动汽车充电设施计量性能在线评价条件、方法和结果表达等方面的

技术要求。

本规范适用于海南省区域内对社会开放运营的电动汽车公共充电设施计量性能在线

评价。

2 引用文件

本规范引用了以下文件：

JJG 1148 电动汽车交流充电桩

JJG 1149 电动汽车非车载充电机

GB/T 2828.1-2012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

检验抽样计划

GB/T 10111-2008 随机数的产生及其在产品质量抽样检验中的应用程序

GB/T 18487.1-2023 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系统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T 27930-2023 电动汽车非车载传导式充电机与电池管理系统之间的通信协议

GB/T 32960-2016 电动汽车远程服务与管理系统技术规范

T/CEC 102.2-2016 电动汽车充换电服务信息交换 第2部分：公共信息交换规范

OIML G 22 电动汽车充电设施，Electric Vehicle Supply Equipment (EVSE)

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规范；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规范。

3 术语

JJF 1001、GB/T 2828.1、GB/T 18487.1 界定的及以下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规范。

3.1 电动汽车公共充电设施 public EVSE

在独立地块、社会公共停车场、商业建筑物配建停车场、加油（气）站、高速公路

和普通国省干道服务区、交通枢纽等区域规划建设，向社会开放、为各类新能源汽车提

供充电服务的经营性充电设施，包括电动汽车交流充电桩、电动汽车非车载充电机，简

称充电设施或EVSE。

3.2 电能计量单元 electric energy metering unit

安装在充电设施内部，用于电压、电流采集及电能计量的软硬件部件或表计。

3.3 运行误差 operating 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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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设施在充电运行现场实际条件下一段时期内电能计量误差的统计值。

3.4 电动汽车充电运营商 EVSE operator

通过电动汽车公用充电设施向社会提供有偿充电服务的法人及非法人组织，以下简

称充电运营商。

3.5 充电设施运营服务平台 EVSE operation and service platform

对充电设施集中监控和管理，提供充电服务、交易结算等业务和服务，实时监控充

电设施运行状况、收集充电设施运营数据的互联网信息平台。

3.6 充电站用电信息采集系统 charging station user electric energy data acquire system

专变充电站、低压充电站的总电量信息采集、监测、控制、存储、统计分析和发布

的综合管理计算机系统。通常可以是（配电网）自动化系统主站。

3.7 充电设施批 EVSE lot

为实施统计抽样而汇总起来的充电设施全体。通常是同一区域、同一运营机构下，

具有相似计量特性的充电设施的组合，特殊情况下也可以是不同充电设施运营商的小批

量的组合，简称混合批。

3.8 充电设施计量性能在线评价 online evaluation of metrological performance of EVSE

利用先进传感测量技术、互联网数据通信和存储技术等采集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充电

计量相关数据和充电站计量运营数据等，通过建立充电大数据分析模型，获得充电设施

电能计量运行误差及相关信息；进一步采取抽样现场检定和（或）数据仿真检验，验证

和反馈迭代大数据分析模型，实现对大规模充电设施计量性能经济化计量和动态持续监

督。

3.9 充电设施计量性能在线评价平台 online evaluation platform of metrological

performance of EVSE

对电动汽车公用充电设施计量性能进行集中监测和监督，实现充电设施全生命周期

数字化计量和监控的管理平台。通过统一信息通信接口，接收充电设施运营服务平台、

（充电站电能）计量自动化系统（主站）、电动汽车电池管理系统BMS充电数据等信息，

进行大数据模型分析、抽查检定等综合验证，全面持续监测充电设施计量性能运行状况。

3.10 计量（性能）确认 metrological performance confirmation

通过审核充电设施的检定证书/检测报告中计量性能，包括出厂检测、首次和周期检

定、抽样检定、以及大数据分析在线计算等，将相关计量性能、数据、结论等信息录入

充电设施计量性能在线评价平台，供充电设施计量性能评价模型迭代使用，输出充电设

施计量性能在线评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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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计算周期 canulation period

充电设施计量性能在线评价平台依据采集的充电数据和模型算法，对充电设施计量

性能进行计算和分析的时间间隔，以及时识别误差超差和异常充电行为。

4 概述

充电设施计量性能在线评价方法是采用“互联网+大数据分析+抽样核查+计量确认”

的多模式综合计量技术方案，实现对大规模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电能计量运行误差的经济

化、持续化监测和动态监督，系统框图如图1。

图1 充电设施计量性能在线评价系统框图

首先，充电设施计量性能在线评价平台协同充电站用电信息采集系统提供运营企业

的充电站总表数据、充电设施运营服务平台提供的充电设施计量数据，以及电动汽车电

池管理系统BMS数据等，通过大数据建模分析，在线计算充电设施运行误差；其次，基

于在线计算结果和运营数据，对充电设施分类及抽样和现场检定核查，经计量性能确认

给在线评价平台反馈和迭代，实现对充电设施的计量性能超差识别和充电异常动态监督。

5 计量特性

5.1 运行误差

充电设施在线监测运行误差限通常应不超过±3%。

5.2 抽样现场检定允许误差限值

充电设施抽样现场检定允许误差极限应满足表1的规定。

表1 充电设施抽样现场检定最大允许误差限值

准确度等级 1级 2级



JJF（琼）003─2024

4

限值（%） ±1.0 ±2.0

6 运行误差在线计算条件

6.1 充电设施计量性能在线评价平台功能和在线计算的可算性要求

a）采用适当的数据传输链路定期接收相关平台提供的充电站总电表数据、充电设

施计量数据等，对数据进行存储、清洗、分析、计算和分类处理，定期形成在

线监测分析报告。

b）具有数据防篡改、防丢失功能，保存三年以上备查。

c）充电设施运营数据应满足T/CEC 102.2-2016要求，数据接入协议见附录A。

d）平台应通过用电信息采集系统建立充电站、总表户号、变压器档案和综合倍率

的对应关系；宜采集总表15分钟/次、一天96点电压、电流、功率、功率因数、

电量等冻结数据。

e）充电设施一般应具备运行3个月以上，充电站中总充电订单数据不少于m×90个（

m为站内充电设施（枪）总数量），或1个月以上的充电过程高频（不低于1分钟/

次）数据。

f）充电站内非充电用电负荷，如空调、照明等，宜单独计量，并上传数据。

充电设施运行误差不可在线计算的常见原因见附录B。

6.2 充电站总电表

在线监测和采集充电站电量信息的总电表，准确度等级需满足表2要求。

表2 充电站总表的准确度等级

充电站总表准确度等级 0.5S级或1级*

注：

1. 充电站总表综合倍率≥1000时，宜采用4位小数电能表和/或高供低计方式。

2. *可使用修正值。

6.3 检定和检测条件

充电设施的现场检定、抽样检定和出厂检测的检定项目、标准器、环境条件、测量

方法和合格判定等，应满足JJG 1148和JJG 1149要求。

7 充电设施运行误差在线计算

7.1 计算模型

充电设施计量性能在线计算采用基于能量守恒原理的运行误差计算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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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线评价平台通过用电信息采集系统获取A充电站总表用电数据，通过充电设施

运营服务平台获取A充电站内各充电设施充电订单数据，以及电能计量单元的充电过程

数据。

2）建立能量守恒方程，即“充电站总供电量”=“所有充电设施实际用电量之和”

+“线路损耗”+“站内固定损耗”+“站内其他设备用电量”，计算公式如式（1）所示：

�� =
�=1

� ��

� 1 + ��
� + �� + �0 + ���#（1）

式中：

��——充电站总表供电量，kWh；

�——充电站内充电设施（枪）总数量。

��——各充电设施充电电能，kWh；

�——充电设施的转换效率，交流充电桩为1；

��——各充电设施（枪）的运行误差；

��——线路损耗，kWh；

�0——站内固损，为充电设施的显示屏等用电量，kWh；

���——站内其他设备用电量，kWh；

以充电站总表作标准器，计算充电站内各充电设施的运行误差，通过采集充电数据

构成不少于（m+2）个方程的方程组，求解方程组可得到各充电设施的运行误差��。

在线计算分析示例见附录C。

7.2 在线计算结果的不确定度评定

在线计算应对结果进行不确定度评定。

不确定度评定示例见附录D。

7.3 在线计算结果的分类

根据在线计算获得的运行误差及不确定度，将充电站和充电设施分类，见表3。分

类方法还应综合考虑充电站和充电设施的活跃度、年用电量等因素。

表3 在线评价分类

类别 运行误差�和不确定度U 应对措施

A |�|≤2%且U≤2% 合格可信度高，可计量性能确认

B 2%<|�|≤3%且U≤3%，

或|�|≤2%且2%<U≤3% 结果待定，需结合抽样或现场检定核查

C |�|>3%或U>3% 不合格预警，需要现场检定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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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不可算或未接入平台的充电

设施
现场逐台检定

8 基于在线计算结果的抽样核查

8.1 通用要求

充电设施可采用接收质量限（AQL）为1.0、1.5、2.5的抽样方案进行核查，选定

AQL后一般不再调整，但检验水平可以动态调整。

8.2 抽样核查流程

a）确定充电设施批；

b）制定抽样方案，确定抽检及备检的样本量；

c）选定站点及样本进行抽样；

d）对抽样样本进行检定并将检定结果录入在线评价平台；

e）判定样本的检定结果；

f）判定充电设施批结果。

8.3 充电设施批的形成

根据在线评价结果，首先将充电设施分为A、B、C、D类，进而按照批的定义形成

批。通常情况下，C、D类不宜抽样。

8.4 抽样方案

适合于B类的充电设施的抽样核查。

采用一次抽样，检验水平S-4，AQL为2.5的抽样方案见表4。

选取抽样样本量的20%（≥1）作为备样样本量。

表4 抽样方案

序号
批量N

（单位：枪）

样本量n

（单位：枪）
接收数Ac 拒收数Re

1 2～15 2 0 1

2 16～25 3 0 1

3 26～90 5 0 1

4 91～150 8 0 1

5 151～500 13 1 2

6 501~1200 20 1 2

7 1201~10000 32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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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根据批量和检验水平，查GB/T 2828.1-2012的表１得到样本量字码；根

据样本量字码和AQL，查GB/T 2828.1-2012的表２-A（正常检验一次

抽样方案表），得到样本量n、接收数Ac和拒收数Re。

8.5 抽样核查

样本的抽取应遵循随机原则。依据GB/T 10111 中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进行样本

的选取。随机抽样的样本序号可以采用随机数表法、随机数骰子法、扑克牌法等方法产

生。

选定充电设施抽检样本后，对样本（枪）按照JJG 1148和JJG 1149逐一现场检定，

并进行合格性判定，根据检定结果进行枪的计量性能确认。

8.6 批统计和合格判定

根据对一次抽样样本现场检定结果，不符合表1要求的样本（枪）数为d；

当d≤接收数Ac时，批判定合格，但现场检定不合格的样本（枪）判定不合格；

当d≥拒收数Re时，批判定不合格，现场检定合格的样本（枪）判定合格，现场检定

不合格的样本（枪）判定不合格。

9 充电设施计量性能在线评价的结果表达

根据在线计算、抽样检定等结果对充电设施进行计量性能确认，形成充电设施计量

性能在线评价报告。

在线计算分类为A类的充电设施，计量性能确认为合格。

在线计算分类为B类的充电设施，按照第8章进行抽样检定核查，并按如下进行计量

性能确认：

1）对于合格的批，批中现场检定合格的样本（枪），计量确认为合格，出具检定证

书，在线评价中为合格；现场检定不合格的样本（枪），计量确认为不合格，出具检定

结果通知书； 批中其他样本（枪）计量确认为合格，在线评价报告中为合格。

2）对于不合格的批，批中现场检定合格的样本（枪），计量确认为合格，出具检定

证书，在线评价报告中为合格；批中现场检定不合格的样本（枪），计量确认为不合格，

出具检定结果通知书，在线评价报告中为不合格。不合格批后续可采取现场检定或鉴别

力更高的检验水平的抽样方案进行核查。

B类充电设施计量确认和在线评价结果表达如表5。

表5 B类充电设施的抽样检定后计量确认和结果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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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样现场检定 枪证书类别 计量确认

批 枪 批确认 枪确认

批合格 合格 检定证书 合格 合格

不合格 检定结果通知书 合格 不合格

批不合格 合格 检定证书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检定结果通知书 不合格 不合格

分类为C类的充电设施，现场检定核查后，根据检定结果进行计量确认。现场检定

合格，计量确认为合格，出具检定证书，在线评价报告中为合格；现场检定不合格，计

量确认为不合格，出具检定结果通知书，在线评价报告中为不合格。

分类为D类的充电设施，按照JJG 1148、JJG 1149现场检定。检定合格的出具检定证

书，检定不合格的出具检定结果通知书。

10 充电设施计量性能在线评价的周期

充电设施在线计算周期一般为1个月，抽样核查周期一般为1年，计量确认及在线评

价周期一般为1年。分类为D类的充电设施，检定周期按照JJG 1148、JJG 1149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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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在线计算数据要求清单

A.1 充电站档案

字段 必填 说明

站点编号 是 运营商自定义的唯一编码

站点名称 是

运营商名称 是

联系电话 是

建设场所 否

1：居民区 2：公共机构 3：企事业单位 4：写字楼 5
：工业园区 6：交通枢纽 7：大型文体设施 8：城市

绿地 9：大型建筑配建停车场 10：路边停车位 11：
城际高速服务区255：其他

详细地址 是 区下面的详细地址

站点类型 否
1：公共50：个人100：公交（专用）101：环卫（专用

）102：物流（专用）103：出租车（专用）255：其他

投运时间 否 格式“YYYY-MM-DD”
停运日期 否 格式“YYYY-MM-DD”
运营状态 否 1：建设中2：运营3：停运4：检修

A.2 充电站总表档案

字段 必填 说明

用户编号 是

电能表编号 是 区分电能表的唯一编码，一般用资产编号指代

站点编号 是

站点名称 是

综合倍率 是

电能表位数 是
示数位数，采用n.d形式。n为整数部分位数，d为小数

部分位数。

型号 否

接线方式 否

有功准确度等级 是

无功准确度等级 是

站内充电桩编码

列表
是 描述站内在用充电桩（枪）的编号的集合。

A.3 充电设施档案

字段 必填 说明

充电设施编号 是

站点编号 是 所属场站编号

设备类型 是 0201：充电桩，0202：充电枪

设备编号 是 充电桩资产编号

设备名称 是

制造单位 是

出厂编号 是

充电类型 是 1：交流式 2：直流式 3：交直流一体

型号/规格 是

准确度等级 是



JJF（琼）003─2024

10

制造年份 是

额定电压 是 单位：V
额定电流 是 单位：A
额定功率 是 单位：kW

最新修改时间 否 格式“YYYY-MM-DD HH:MM:SS”
A.4 车辆档案

字段 必填 说明

车辆识别码 是 车架号，车辆VIN码参照GB/T 27930标准规定

车牌号 是

车辆型号 是

电池种类 是
三元材料电池,磷酸铁锂电池,超级电容器,钴酸锂电池,

锰酸锂电池,钛酸锂电池,镍氢电池,其它类型电池

动力方式 否

驱动电机种类 否

电动汽车续驶里

程检测方式(工
况法/等速法)

否

电动汽车续驶里

程(km) 否

额定电压 是 单位：V
总储电量 是 单位：kWh

电池包(箱)串并

联方式
否

出厂日期 是 格式“YYYY-MM-DD HH:MM:SS”
销售日期 是 格式“YYYY-MM-DD HH:MM:SS”
车辆用途 否

A.5 充电过程数据

字段 必填 说明

充电订单号 是

充电订单状态 是
1，启动中；2，充电中；3，停止中；4，已结束；5，

未知

设备ID 是

数据时间 是 格式“YYYY-MM-DD HH:MM:SS”
输出电压 是 单位：V
输出电流 是 单位：A
输出功率 是 单位：kW

累计充电电量 是 单位：kWh
累计充电时长 否 单位：分钟

电池当前soc 否 单位：%
A.6 充电订单数据

字段 必填 说明

充电订单号 是

设备ID 是

在线交易记录
ID 否

数据时间 是 格式“YYYY-MM-DD HH:MM:SS”
车辆识别码 是

充电开始时间 是 格式“YYYY-MM-DD HH:MM: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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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结束时间 是 格式“YYYY-MM-DD HH:MM:SS”
充电时长 否 单位：分钟

总起示值 否 单位：kWh
总止示值 否 单位：kWh
总电量 是 单位：kWh
起始SOC 否 单位：%
结束SOC 否 单位：%

停止原因 是

0：用户手动停止充电；1：客户归属地运营商平台停

止充电；2：BMS停止充电；3：充电机设备故障；4：
连接器断开；5~99：自定义

A.7 异常事件

字段 必填 说明

设备告警ID 否

设备ID 是

告警编码ID 是

数据值 是

告警时间 是 格式“YYYY-MM-DD HH:MM:SS”
故障发生次数 否

A.8 充电站总表数据

字段 必填 说明

用户编号 是

电能表编号 是

站点ID 是

数据时间 是 格式“YYYY-MM-DD HH:MM:SS”

数据类型 是

0：备用、1：正向有功、2：正向无功、3：一象限无

功、4：四象限无功、5：反向有功、6：反向无功、7
：二象限无功、8：三象限无功

数据点标志 是 1：96点2: 48点3: 24点
电能示值 是 单位：kWh

A.9 车辆充电BMS数据

字段 必填 说明

车辆识别码 是 车架号，车辆VIN码参照GB/T 27930标准规定

车牌号 是

数据时间 是 格式“YYYY-MM-DD HH:MM:SS”
车端累计电能示

值
是 单位：kWh

充电电压测量值 是 单位：A
充电电流测量值 是 单位：V
当前荷电状态

SOC 是 单位：%

动力蓄电池温度

信息
否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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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充电站不可算原因

按照6.1 进行数据分析，对于不满足分析要求的视为不可算充电站，不可算主要原

因见表B.1。

表B.1 不可算主要原因

不可算原因 说明

档案问题
档案缺失、档案与实际不符、档案无法匹配

等

总表数据缺失 无总表数据或总表数据缺失

订单缺失 充电设施订单数据缺失

充电站损耗过

大

站内其他设备无计量用电量过大（≥充电站

电量的3%）



JJF（琼）003─2024

13

附录C

充电设施运行误差在线计算分析示例

公式（1）中线路损耗 可推导简化为：

��� = �
�=1

�

 � ��

2

其中�为充电站线损系数。代入公式（1），总表供电量计算见公式（C.1）：

�� =
�=1

� ��

� 1 + ��
� + �

�=1

�
���

2

+ �0 + ���#（C.1）

对某个充电站点，充电设施数量为m台，采集n个计量周期的数据，由公式（C.1），

得到方程组：

�� 1 = �1 1
1

� 1 + �1
+ ⋯ + �� 1

1
� 1 + ��

+ �
�=1

�
�� 1�

2

+ �0 + ��� 1

�� 2 = �1 2
1

� 1 + �1
+ ⋯ + �� 2

1
� 1 + ��

+ �
�=1

�
�� 2�

2

+ �0 + ��� 2

⋮

�� � = �1 �
1

� 1 + �1
+ ⋯ + �� �

1
� 1 + ��

+ �
�=1

�
�� ��

2

+ �0 + ��� �

#（C.2）

公式（C.2）方程组中，总表电能实际值�� � 、各充电设施（第i个计量周期第j台）

的电能�� � 和站内设备的用电量��� � 是已知的，共包括n个方程，当 时，可

以求解出未知量��、�、�、�0。交流充电桩不涉及转换效率（ =1）。

示例为直流充电站，具体数据如表C.1：

表C.1 直流充电站和充电设施运营数据

数据点 第一周期 第二周期 第三周期 第四周期 第五周期

总表供电量��/kWh 32.16 65.86 48.94 12.83 35.92

站内用电���/kWh 0.1 0.3 0.2 0.3 0.2

充电设施1#显示值�1/kWh 9.9 14.85 14.93 4.95 10.12

充电设施2#显示值�2/kWh 0 12.5 15.15 5.15 8.69

充电设施3#显示值�3/kWh 13.88 14.96 3.45 0 7.17

将总表供电量、站内用电量、充电设施显示值代入到公式（C.2）方程中，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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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6 =
9.9

�(1 + �1)
+

0
�(1 + �2)

+
13.88

�(1 + �3)
+ � 9.9 + 0 + 13.88 2 + �0 + 0.1

65.86 =
14.85

�(1 + �1)
+

12.5
�(1 + �2)

+
14.96

�(1 + �3)
+ � 14.85 + 12.5 + 14.96 2 + �0 + 0.3

48.94 =
14.93

�(1 + �1)
+

15.15
�(1 + �2)

+
3.45

�(1 + �3)
+ � 14.93 + 15.15 + 3.45 2 + �0 + 0.2

12.83 =
4.95

� 1 + �1
+

5.15
� 1 + �2

+
0

� 1 + �3
+ � 4.95 + 5.15 + 0 2 + �0 + 0.3

35.92 =
10.12

�(1 + �1)
+

8.69
�(1 + �2)

+
7.17

�(1 + �3)
+ � 10.12 + 8.69 + 7.17 2 + �0 + 0.2

⟹⟹

32.06 =
9.9

�(1 + �1)
+

0
�(1 + �2)

+
13.88

�(1 + �3)
+ � × 565.49 + �0

65.56 = 14
14.85

�(1 + �1)
+

12.5
�(1 + �2)

+
14.96

�(1 + �3)
+ � × 1790.14 + �0

48.74 =
14.93

�(1 + �1)
+

15.15
�(1 + �2)

+
3.45

�(1 + �3)
+ � × 904.81 + �0

12.53 =
4.95

� 1 + �1
+

5.15
� 1 + �2

+
0

� 1 + �3
+ � × 102.01 + �0

35.72 =
10.12

�(1 + �1)
+

8.69
�(1 + �2)

+
7.17

�(1 + �3)
+ � × 674.96 + �0

利用岭回归求解得到：
1

�(1 + �1)
= 1.049

1
� 1 + �2

= 1.075

1
�(1 + �3)

= 1.064

� = 0.011
�0 = 0.582

�≈
1

1.049+ 1
1.075+ 1

1.064
3 =0.94

� ����������������
�≈

1
1.049+ 1

1.075+ 1
1.064

3 =0.94
� ����������������

�1 =
1

1.049 × �
− 1 × 100% = 1.4%

�2 = (
1

1.075 × �
− 1) × 100% =− 1.0%

�3 = (
1

1.064 × �
− 1) × 100% = 0.0%

综上分析，通过充电设施运行误差在线计算方法求解可得到充电设施运行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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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D

误差不确定度的评定示例

D.1 误差测量方法

充电设施（枪）的运行误差按第7章采用能量守恒定律计算得出。

D.2 不确定度分量

分析充电桩运行误差计算过程，可知充电桩计量性能在线计算算法的不确定度来源

主要有以下几项:

（1）算法重复性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 �1

被校充电设施（枪）测量结果分散性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 � ，主要包括由于时钟

偏差、数据波动、数据截断引起的量化误差等因素产生的影响。这些随机量是均值为0

的随机波动量，可以统一利用重采样方法，用A类方法进行评定不确定度分量。

（2）由现场检定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 �2

根据充电设施现行检定规程JJG 1148和JJG 1149完成现场检定，对选取的充电桩进

行两次检定，取两次检定结果的平均值作为现场检定误差，其误差不确定度会在衡量算

法计算结果时传递给各充电桩，用B类方法进行评定不确定度分量。

（3）由现场检定误差值和算法计算误差值的偏差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 �3

利用现场检定结果和该算法计算误差值的偏差水平衡量该算法能力，根据偏差统计

规律得出其不确定度，用A类方法进行评定不确定度分量。

D.3 各标准不确定度评定

D.3.1 算法重复性引入的不确定度� �1 的评定

对被校充电桩重复性计算的数据，采用公式D.1、D.2、D3计算和统计分析，算出的

实验标准偏差作为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1 ，呈正态分布。

以某次充电桩误差计算为例，对被测充电桩根据窗长为30天，步长为15天进行多次

独立误差滑窗计算。

��� = �=1

��
 � ��,�

�
#（D.1）

�� =
1

�� − 1
�=1

��

 � (��,� − ��i)2#（D.2）



JJF（琼）003─2024

16

� �1 = �=1
� ��

2�
�

#（D.3）

其中��,�为第i个充电桩的第j个计算误差值；��i为第i个充电桩的计算误差均值；��为

第i个充电桩的标准偏差；��为计算得到的第i个充电桩的估计相对误差个数；�为本次评

定所采用的充电桩数量。

测量结果的标准不确定度为�� �1 = 0.119%。

D.3.2 由现场检定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 �2

根据充电桩现行检定规程完成现场检定，对选取的充电桩进行两次检定。现场检定

结果不确定度主要由标准溯源、充电桩示值位数和测量重复性引入的组成。

D.3.2.1 标准溯源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21

0.05级充电机检定装置经检定合格并出具检定证书，因标准溯源引入的标准不确定

度可直接由证书中得到。

� �21 =
0.05%

3
= 0.029%#（D.4）

D.3.2.2 充电桩示值位数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22

充电桩示值最小单位为0.01kWh，现场检定所设定的电能值为2.5kWh,进行两次测量。

根据充电桩示值服从均匀分布，其标准不确定度为：

� �22 =
0.01

3 × 2 × 2.5 × 2
× 100% = 0.082%#（D.5）

D.3.2.3 测量的重复性分布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23

根据现场检定结果的分布规律，认为充电桩的单次检定误差值�为正态分布，即

�~�(0, �)。令两次检定误差值分别为�1和�2，取两次检定结果的平均值��作为现场检定

误差，则两次相互独立的检定误差值的差值为∆� = �1 − �2，∆�服从�(0, 2�)。

以某次所选站点充电桩的多组∆�，做统计，可以计算出：

2� = 0.364%#（D.6）

故测量的重复性分布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为：

� �23 = � = 0.258%#（D.7）

综上所述，由现场检定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为：

� �2 = � �21
2 + � �22

2 + � �23
2

= (0.029%)2 + (0.082%)2 + (0.258%)2

= 0.272%
#（D.8）

D.3.3 由现场检定误差值和算法计算误差值的偏差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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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现场检定误差值和算法计算误差值的偏差分布，可得出在置信概率为95%下偏

差分布上界为�� = 0.820%，下界为�� =− 1.390%，故偏差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为

� �3 =
max �� , ��

�
=

1.390%
2

= 0.695%#（D.9）

D.4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根据上述分析，各标准不确定度完全不相关，彼此独立，相关系数为零；不确定度

传递系数均为1，故合成标准不确定度计算为：

�c = � �1
2 + � �2

2 + � �3
2

= (0.119%)2 + (0.272%)2 + (0.695%)2

= 0.756%
#（D.10）

D.5 扩展不确定度

取置信概率为� = 95%，包含因子k=2，则运行误差扩展不确定度为

� = ��� = 2 × 0.756% = 1.5%#（D.11）

D.6 不确定度的表述

运行误差在线计算方法的不确定度为：U= 1.5%,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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